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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模式
IMF藥方：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發展緣起

•華盛頓共識其思想根源是脫胎於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雷根、
柴契爾夫人上台，讓新自由主義成為之後數十年全球經濟的主流

• 1980年代時，拉美國家陷入債務危機，需要進行經濟改革
• 在1989年時，美國邀請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及拉美代表，在華盛頓
召開一個研討會，會中討論出拉美經濟改革方向，包含財政紀律、降稅、
貿易與金融的自由化、公營事業民營化、縮減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影響
等。

•會議內容後整理成10項政策共識，作為拉美及後來所有開發中國
家碰到危機時的經濟改革「藥方」（包括亞洲金融危機），這就
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
• 主要內容為美式新古典自由主義，透過金融自由化、去管制化，加速資
本主義化，輸出美式資本主義，以維持經濟體系之穩定。



http://nhuir.nhu.edu.tw/retrieve/19132/5032001004.pdf

http://nhuir.nhu.edu.tw/retrieve/19132/5032001004.pdf


IMF藥方的經濟療效：副作用

•不論是對拉美債務危機、或是亞洲金融風暴、或是蘇聯崩潰後解
放的前共產國家，歐美國家及其主導的IMF、WB等幾乎都是拿這
套「藥方」到處推銷，而不管其效果可議、帶來的後遺症與負作
用又嚴重。

• 2008年金融海嘯，讓歐美各國政府大舉介入、舉債救經濟、銀行
收歸國有，先進國家經濟下挫，這讓歐美提出的經濟藥方說服力
大打折扣

•華盛頓共識的觀念與思維仍持續主導各國政策，最明顯的就是
「南歐五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主權債
信危機時，危機國被逼迫接受的還是華盛頓共識那套藥方─撙節、
減債、砍人事、減少福利支出、公營設施民營化等。



部分學者對華盛頓共識的批評

• 華盛頓共識那套教條，20年前就被曾任世銀首席經濟學家的諾貝爾經

濟學獎得主史蒂格里茲大力抨擊

• 其他學者也對華盛頓共識表達不同意見

• 著有《踢走梯子》的韓國經濟學家張夏準，對IMF、WB等國際金融組織不斷鼓

吹的新自由主義提出批判，認為發達國家早期也採保護與產業政策，待本身有

競爭力後再大力宣導自由開放政策，因此強烈建議後進國家千萬勿採行。

• 喬埃．斯塔威爾（Joe Studwell）在《成與敗：亞洲國家的經濟運作之道》中對

亞洲9個國家經濟成敗的比較研究

• 還有更多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反而指出政府的干預、產業政策、依發展程度

有節奏的開放等，才是後進國家發展經濟的成功道路，日、台、韓、中國被認

為是這種政策成功的案例。



拜登新政─「華盛頓共識」的反面政策?
• 「關稅人」的川普，喜歡用關稅作為與其它國家作經濟與貿易競爭時
的武器，

• 拜登的偏好不同，他祭出的是產業政策、補貼措施，列出幾個重大產
業，從半導體到製藥業再到稀土礦產以及供汽車使用的大型電池等領
域，基於國家安全、供應鏈保障、與中國競爭等理由，政府大手筆支
援這些產業

• 拜登目前的政策恰恰都是美國向全球世界推銷的「華盛頓共識」的反
面政策

• 2021年美國國會通過520多億美元預算，幫助建設新的半導體製造廠。這筆預
算被外媒認為是「前所未有的產業補貼法案」，因為所謂「幫助建設新的半導
體製造廠」，就是大手筆且公然的給興建晶圓廠的廠商資金，這種作法正是美
國往昔不斷批評的「政府補貼」，也是中國一直運用的「不公平競爭手段」。

• 採取大規模的財政政策、賦予政府在經濟上更大的責任與比重，例如美國國會
通過的1兆美元基建預算，而為了籌措經費，需要舉債與加稅。



G7：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要來了?

• 華盛頓共識的問題

• 它的自由競爭與去管制化政策，在西方世界內部造成的社會分裂。它也無法為最近20
年陸續爆發的全球性危機如金融海嘯、氣候暖化與疫情，提供對策。

• G7初步規劃：如然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擺脫各國民粹派抗拒多邊合作的
糾纏，勢必要為西方繼續領導世界，提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觀念。

• 醞釀中的「康沃爾共識」於是改而提倡「包容」（inclusion，取代優勝劣敗）、「韌性」
（resilience，取代效率至上）、「公私伙伴」（partnership，取代政企分離）與「外部
性」（externalities，取代對定量模型的偏執）。

• 反中誘因?

• 分析家指出，前述對華盛頓共識的「改進」，都帶著對抗「中國因素」的誘因。如果
沒有中國競爭造成的緊迫壓力，西方集團反省華盛頓共識，不會有急迫性。

再見吧「華盛頓共識」，「康沃爾共識」要來了 -洞傳媒 (taiwandomnews.com)
https://taiwandomnews.com/?p=11276

https://taiwandomnews.com/?p=11276
https://taiwandomnews.com/?p=11276


中共模式：北京共識



•北京共識則是2004年時，由北京清華大學兼任教授Joshua Cooper 
Ramo提出
• 基本概念來自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成長經驗，強調「主動創新和大膽實驗；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靈活面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為其準
則。」

• 北京共識不僅是中國的成就，也是其他開發中國家的更佳參考。

• 2008年金融風暴後，當時英國首相布朗表示「舊有華盛頓共識已
終結」的話，凸顯「北京共識」似有替代「華盛頓共識」之勢。
• 中國大陸當時祭出4兆人民幣的財政政策(擴大內需)，不僅維持本國經濟
高成長，也成為全球經濟成長的支柱，貢獻超過3分之1以上的全球經濟
成長



盧信吉，書評：如何評價中國模式，全球政治評論，第37期(2012)，
頁175-180，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690177.pdf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690177.pdf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 CCP第十四大江澤民報告

•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
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係的變化

• 通過價格杠杆和競爭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並給企業以壓
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

• 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號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產和需求的及時協調。

• 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
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 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

• 在宏觀調控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
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
• （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研究生部 師霞）

• 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56/64157/4418449.html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 CCP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這24個字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的基本內容，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

•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0-
05/18/content_5512696.htm

http://big5.www.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2020-05/18/content_5512696.htm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

•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
階段

•與這些新形勢新要求相比，中國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市場發育還
不充分，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沒有完全理順

•存在市場激勵不足、要素流動不暢、資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觀經
濟活力不強等問題

•推動高質量發展仍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
堅定不移深化市場化改革，擴大高水平開放，不斷在經濟體制關
鍵性基礎性重大改革上突破創新。



指導思想
• 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 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

•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 堅持新發展理念

•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 目標

• 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加快完善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實現産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
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加強和改善制度供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生産關係同生産力、上層建築同經
濟基礎相適應，促進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基本原則(1)

• 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

• 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係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和

關係國家經濟命脈、科技、國防、安全等領域，服務國家戰略目標，增強國

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

資本，有效防止國有資産流失。對處於充分競爭領域的國有經濟，通過資本

化、證券化等方式優化國有資本配置，提高國有資本收益。進一步完善和加

強國有資産監管，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

• 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

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

起來，為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基本原則(2)

• 堅持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關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場經
濟一般規律，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市場資源的直接配置和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
預，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有效彌補市場
失靈。

•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多采用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
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上下功夫，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創新制度供給，
不斷增強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適應和引發有效需求，促進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
衡。

• 堅持擴大高水平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互促共進。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推動由商品
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吸收借鑒國際成熟市場經濟制度經驗
和人類文明有益成果，加快國內制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
場化改革。



要點

•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增強微觀主體活力

• 夯實市場經濟基礎性制度，保障市場公平競爭

• 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全社會創造力
和市場活力

• 創新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

• 堅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強化法治保障

• 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確保改革舉措有效實施



兩個共識的比較



比較觀察

•盧信吉，書評：如
何評價中國模式，
全球政治評論，第
37期(2012)，頁175-
180，
https://core.ac.uk/do
wnload/pdf/4169017
7.pdf

https://core.ac.uk/download/pdf/41690177.pdf


其他選擇?



文化VS共識

•發展與文化價值
• 全球化VS在地化

•發展與制度
• 經濟

• 政治

• 社會

•華盛頓共識的問題

•中國模式的特殊性

•發展模式：特殊VS通則


